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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建立胃肠肿瘤患者术后口渴护理干预策略,以提高患者口腔舒适度。方法
 

将便利选取的289例胃肠道术后患者按住

院时间分为对照组(99例)、观察1组(96例)、观察2组(94例),采用行动研究法,通过观察、反思、计划、行动的2个循环过程,不

断修正、完善口渴护理干预策略,并形成围术期口渴症状管理流程。统计三组患者术后2
 

h及6
 

h口渴程度和口腔舒适度评分。

结果
 

观察2组术后2
 

h口渴程度与口腔舒适度评分均改善,但与对照组及观察1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术后

6
 

h口渴程度改善明显,口腔舒适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
 

基于行动研究法对胃肠肿瘤手术患者进行

口渴护理干预管理,可有效改善患者术后口渴程度与口腔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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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肠肿瘤术后因禁饮禁食、麻醉药物、机体消耗、
术中插管等因素可致患者产生口渴感,尤其是术后6

 

h内口渴感尤为强烈[1]。相关调查显示,术后2
 

h轻

度口渴患者占25%,中重度口渴患者占75%[2]。口

渴尤其是中重度口渴不但引起患者生理上强烈不适,
还能导致患者术后烦躁、焦虑等负性情绪,最终影响

术后康复及满意度。《加速康复外科中国专家共识及

路径管理指南(2018版)》[3]建议无胃肠动力障碍患

者术前禁食6
 

h、禁饮2
 

h,术后尽快恢复正常饮食可

缓解患者口渴。但大部分医院考虑胃肠手术患者术

后安全,仍然执行传统的术后禁饮方案。相关研究采

用湿润工具、刺激唾液腺分泌、刺激口咽部等干预措

施缓解患者口渴[4-5],但仅限于单方面效果,缺乏综合

护理干预措施。构建胃肠肿瘤患者术后口渴护理方

案,规范临床实践,是解决患者术后口渴的方法之一。
行动研究法是一种将研究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需要

通过多轮实践不断寻求、修正解决途径,持续提高研

究效果[6]。本研究尝试采用行动研究法来规范胃肠

肿瘤患者术后口渴护理干预策略,以提高患者术后舒

适度和加快术后康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备案。纳入标准:①符合胃肠肿瘤诊断标准,行胃肠

肿瘤切除术;②年龄≥18岁;③意识清楚,认知正常,
有中文表达能力;④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生命体征不稳定;②有口腔疾患;③
有痴呆、严重精神疾患。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2019
年3~4月我科收治的胃肠肿瘤手术患者99例为对

照组,其中男54例,女45例;年龄35~68(53.5±
12.6)岁。ASA分级:Ⅱ级52例,Ⅲ级47例。疾病

类型:直肠癌30例,结肠癌26例,胃癌38例,胃间质

瘤5例。手术时间123~168(138.3±12.7)min。选

择2019年5~6月的96例为观察1组,参与第一阶

段研究,其中男49例,女47例;年龄32~71(56.2±
7.5)岁。ASA分级:Ⅱ级50例,Ⅲ级46例。疾病类

型:直肠癌28例,结肠癌25例,胃癌39例,胃间质瘤

4例。手术时间122~159(132.3±8.6)
 

min。选择

2019年7~8月的94例为观察2组,参与第二阶段研

究,其中男50例,女44例;年龄35~70(54.2±9.3)
岁。ASA分级:Ⅱ级52例,Ⅲ级42例。疾病类型:
直肠癌32例,结肠癌26例,胃癌34例,胃间质瘤2
例。手术时间126~172(136.2±9.7)min。三组性

别、年龄、ASA分级、疾病类型、手术时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1.2 方法

1.2.1 组建研究小组 研究小组成员8名,包括副

主任护师1名,主管护师3名,主治医师1名(负责

口渴治疗方案),护师3名。组长为护士长,负责研

究设计、组织、指导,协调各项工作,参与反思、讨论

及实践方案的修订;其他人员负责收集资料及实践

行动。
1.2.2 确定评价指标 ①术后2

 

h、6
 

h口渴发生率。
采用数字评分表

 

(NRS)评估患者口渴程度[7]。该量

表采用
 

0~10分制进行评分,0分表示无口渴,口唇

湿润;1~3分表示轻度口渴,口唇略干,但可忍耐;
4~6分表示中度口渴,口唇干燥;7~10分表示重度

口渴,口渴难忍。分值越高表示口渴越严重。②术后

2
 

h、6
 

h口腔舒适度。舒适:感觉舒适、清爽,能接受;
 

较舒适:口腔无异味,勉强接受;不舒适:口苦、口臭,
不能接受[8]。采用

 

0~10分制进行评分,0分表示非

常不舒适,10分表示非常舒适,分值越高表示口腔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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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越高。
1.2.3 确定研究方案并实施

以行动研究法为框架,首先对问题进行识别,分
析并明确导致患者术后口渴的相关因素,通过计划-
行动-观察-反思的2个循环过程,不断修正、完善

实践,并验证口渴护理实践规范的临床使用效果。
1.2.3.1 明确问题 2019年3~4月对我科收治的

胃肠肿瘤手术患者100例进行术后2
 

h、6
 

h的口渴程

度及口腔舒适度评估,因1例患者术后转入ICU,退
出 研 究。本 组 患 者 中 重 度 口 渴 发 生 率 分 别 为

75.76%与79.80%;口 腔 舒 适 度 评 分 为(4.75±
1.06)分与(4.36±1.25)分。小组成员通过查阅文

献,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沟通、访谈,通过头脑风暴法分

析问题,对患者术后口渴原因进行汇总,根据80/20
法则明确主要的问题,包括术前禁饮食时间过长、口
腔湿润效果不佳、护理人员口渴认知及知识不足、健
康宣教不充分等。
1.2.3.2 制定计划及开展行动 研究小组针对主要

问题,结合文献分析,制定并实施相对应的措施。①
术前禁饮食时间。根据指南及相关证据,无胃肠动力

障碍患者术前禁食6
 

h,禁饮2
 

h;术前2~3
 

h可服用

碳水化合物饮品(不超过400
 

mL)[3,9];手术接台患者

遵医嘱及时给予静脉补液。②术后口腔湿润方法改

进。根据相关研究结果[4],指导患者家属术后定时按

摩水泉穴及使用统一发放的无菌象鼻喷雾瓶(食品级

材质)湿润口腔。③护理人员相关知识培训考核。每

周五、六在科室微信学习群推送相关知识,包括围术

期口渴现状、最新口渴干预研究成果、口渴评估量表

的介绍、湿润工具选择、口渴管理策略,无菌象鼻喷雾

瓶使用方法、水泉穴位按摩方法等,每周三、四晨会提

问,季度理论考核涉及相关知识。④加强口渴相关知

识宣教。重新修订本科室围术期纸质宣教材料,将术

后口渴相关知识内容纳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通
过“317护”将围术期口渴相关知识推送给患者及家

属。
1.2.3.3 观察、反思、修正计划和实施 经过2个循

环的观察、反思、计划、行动,进一步改进护理措施。
选取2019年5~6月97例手术患者进入第一循环,1
人因术后出血,退出研究。①观察、反思。5月有34
例接台手术患者,其中27例患者除常规术日5:00口

服300
 

mL碳水化合物外,手术前未再进饮任何清流

质液体;14例患者术前静脉补液量不足。②修正计

划和改进措施。针对接台手术时间难以确定,护士指

导饮食时间不明确,联系计算机中心在科室床旁护理

查房车安装嘉禾电子病历,护士随时查看手术进程便
于指导患者;针对静脉补液不及时,联系管床医生术
前1

 

d开手术当日补液医嘱,护士根据医嘱于手术当
日及时补液。第二循环:①观察、反思。6月有31例
接台手术患者,其中30例术前能够及时饮水及静脉

补液;但术后口渴干预措施执行合格率仅10例。17
例患者家属提出缓解口渴用具使用不方便,口咽部位

口渴感无法改善;文字宣教不具体。②修正计划和改

进措施。参考相关文献[10]结合科室实际情况,制定

围术期患者口渴症状管理流程(见图1)并塑封放置

于床旁护理查房车,便于护理人员及时评估及处理患

者术后口渴程度。参阅资料对喷雾装置进行改进,并
进一步改进吸管长度,以保证口渴湿润部位准确、充
分;同时拍摄象鼻式喷雾瓶及水泉穴按摩视频推送于

“317护”平台,便于患者及家属随时手机观看。对

2019年7~8月收治的96例手术患者根据“围术期患

者口渴症状管理流程”实施护理干预,2例因病情变

化,退出研究。

图1 围术期患者口渴症状管理流程

1.2.4 评价方法 由责任护士统计患者术后2
 

h、6
 

h口渴程度及口腔舒适度。
1.2.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分析数

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秩 和 检 验,检 验 水 准α=
0.05。
2 结果

2.1 三组术后2
 

h、6
 

h口渴程度比较 见表1。
表1 三组术后2

 

h、6
 

h口渴程度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术后2h

轻度 中度 重度

术后6h
轻度 中度 重度

对照组 99 24 45 30 20 43 36
观察1组 96 28 42 26 36 32 28
观察2组 94 23 40 31 46 30 18

Hc 1.048 16.440
P 0.592 0.000

2.2 三组术后2
 

h、6
 

h口腔舒适度得分比较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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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三组术后2
 

h、6
 

h口腔舒适度得分比较

分,x±s

时间 例数 术后2h 术后6h
对照组 99 4.75±1.06 4.36±1.25
观察1组 96 4.59±1.12 4.68±1.12
观察2组 94 4.85±1.02 5.12±1.07*△

F 1.438 10.419
P 0.239 0.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00;与观察1组比较,△P=
0.010。

3 讨论

禁饮禁食是指围手术期患者不能经口进食任何

固体及液体食物,旨在保证手术安全、促进患者康复。
胃肠道肿瘤术后6

 

h内是全麻复苏期,在此期间大部

分患者有强烈的口渴感[11-12]。任慧玲[13]对胃肠道术

后口渴患者的访谈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患者表现出无

奈、焦虑及烦躁等不良情绪,同时伴随有口苦、口臭及

口腔异物感,口腔舒适度降低。本研究借助于行动研

究法,以解决问题为核心,首先调查临床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小组讨论等方式及时修订护

理干预方案,反思过程呈螺旋循环,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以评判性思维针对性解决临床问题。
 

本研究中第1阶段针对口渴问题提出相应的护

理干预措施,完善了护理信息化系统,充分利用护理

查房车,随时点击查阅当日所有患者手术进程,指导

连台手术患者适时饮水;针对静脉补液不及时,联系

管床医生术前1
 

d开手术当日补液医嘱,避免手术当

日因液体不足或医嘱不及时,影响患者补液。此阶段

患者口渴程度与口腔舒适度得到部分改善,术后2
 

h
口渴程度低于对照组,口腔舒适度评分高于对照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术后6

 

h比较,患者口渴程度

缓解明显、舒适度显著提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均P<0.01)。
本研究中第2阶段针对患者家属提出的普通喷

雾瓶无法直接湿润口咽部问题,通过查阅文献、医护

患互动,首先对湿润工具进行改进,改为象鼻喷雾瓶,
以充分湿润口腔尤其是口咽部,同时改进吸管长度,
使操作更加便捷。借助于“317护”网络平台,将喷雾

瓶使用方法与水泉穴按摩视频推送给患者及家属,便
于随时手机观看。同时建立了围术期口渴症状管理

流程,对评估责任人、评估时机、干预时机、干预方式

进行统一规范,护士执行及管理者督导均有据可依。
经过2个阶段不断改进护理策略,研究结果示,观察2
组术后2

 

h口渴程度、舒适度评分明显改善,但与对

照组及观察1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术后6

 

h患者口渴程度及舒适度评分与对照

组及观察1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说明基于行动研究法对手术患者术后口

渴护理干预措施不断改进,可有效提高患者口腔舒适

度。
4 小结

行动研究法遵循“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
过程,护理人员根据临床问题进行观察、反思、修正计

划和实施干预,且边行动边完善干预措施,并构建了

术后口渴管理流程,使患者术后口渴与口腔舒适度得

到明显改善。但本研究评价工具局限于对患者主观

感受的评价,缺乏客观评价指标,如口腔湿润度与唾

液量测定,今后需进一步完善,以客观评价研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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